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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单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朋

10月11日，见到寿光双王城生态经济区党
工委书记燕黎明时，他正提着毛笔，伏案创作
新的国画作品《残荷》。几年来，燕黎明用毛
笔描绘着双王城的冬夏春秋。

燕黎明擅长大写意风格，画中的残荷，一
水一墨潇洒不羁，灵动脱俗。

“双王城搞生态，也是大写意。”燕黎明
说，这生态画卷一铺，要如何用墨、力道几
何，都得心中有数，不然就是败笔。

好生态，得“有水有绿”

为最大限度发挥寿北生态资源优势，2011
年12月，寿光依托正在建设中的双王城水库，
高标准规划了占地300平方公里的双王城生态
经济区。

“双王城突破了行政区划界限，把双王城
水库、洰淀湖、林海博览园、小清河生态湿地
等所在区域全部纳入，实行统一管理、统筹开
发、综合利用。双王城水库2012年底竣工，去
年正式蓄水。”燕黎明说。

水库建成后，库内万亩水面及四周10公里
的绿化园林，与羊青路生态农业景观带，洰淀
湖湿地、林海生态博览园、羊口滨海滩涂湿地
等旅游项目连成片，成为寿北独有的自然生态
旅游群。

“各项指标不考核，寿光给双王城铺就了
一张空白的画卷。这画卷上画的、写的，都只能
是生态，不掺杂其他。”燕黎明说，作为纯粹的生
态开发区，寿光不给双王城上一个工业项目。

生态经济区建立后，双王城立即着手实施
水生态修复工程。“通过自然手绘式的开挖方
式，双王城把洰淀湖打造成了北方的‘千岛
湖’。”燕黎明说，退耕还湿后，本来蓄水量
只有500万立方米的洰淀湖，现在可以蓄水
1500万立方米。

有了水，就得有绿。没有绿，生态开发就
是空谈。但全省的环渤海区域，地缘特点基本
一样，都是盐碱地。白茫茫的盐碱地要变绿，
谈何容易？

2011年起，双王城以每年1万亩新增林木
的速度，仅用3年时间，就将全区的森林覆盖
率提高到了40%以上。

在驱车至洰淀湖景区的路上，白茫茫的大
雾让整个双王城宛如仙境。燕黎明笑称，双王
城水汽很大，自古就有“霜雾城”的说法，后
被谐音读作双王城，“现在有了水库和高蓄水
量的湿地，雾气就更大了。如果雾和霾一样有
数值的话，双王城的雾气数值一定很高。”

叫响“王城食府”农业品牌

长期以来，双王城的老百姓在贫瘠的盐碱
地上播种棉花，靠单一的种植模式获得微薄的

收入。
“亩均年收入不足500元，万一有个病灾

什么的，一年下来几乎是白干。”谈到原来单
一种植棉花的历史，郭井子村村民曹怀志感慨
地说，“连个病都生不起的日子，过了多少
年。”

去年，曹怀志试种了100亩露天西瓜，效
益不错。今年，村里100多户村民都开始种西
瓜，西瓜种植面积一下子扩大到了3000亩。

“成了规模，村里就成立了西瓜专业合作
社。”出任理事长的曹怀志跑东跑西，为郭井
子西瓜注册商标、开拓销路。“按最便宜七毛
钱一斤销出去，一亩地就能收入2000多元，比

原来翻了两番，老百姓嘴都合不拢了。”
在南木桥村，无土西红柿栽培成功，让全

村老百姓致了富。
“一个占地1 . 4亩的大棚，年纯收入6万

多元。全村160个大棚，一年能创造1000多万
元的收入，人均年收入比其他村多1万元。”
南木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本兵言语里带着自豪。

通过无土栽培技术，不仅解决了土地限
制，更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保障了质量安
全。“双王城的种植优势是作物患病少，盐碱
地的矿物质丰富，基本不喷农药，种出来的农
产品品质高、口感好。”李本兵说。

依托寿光蔬菜市场的平台资源，南木桥村

的西红柿畅销全国。
另外，双王城还有洰淀湖鸭蛋、洰淀湖泥

鳅、牛头镇菠菜等特色农产品。“全力打造盐
碱地上的自然农业品牌‘王城食府’。”燕黎
明说，调整种植结构，实现农民增收，让老百
姓自家菜园里的宝贝，飘香全国各地。

精品活动，打响特色旅游牌

7月14日，双王城召开中国寿光“水上王
城”原生态之旅新闻发布会，对旅游活动进行
了集中推介。19日上午，原生态之旅正式启
动。当天，寿光自行车协会组织“环洰淀湖自
行车健康行”骑行活动，共计100余骑行爱好
者参加。

8月16日，“体验生态之旅、共享至亲爱
情”水上王城大型风筝表演暨亲子风筝放飞比
赛，在洰淀湖风景区举行。50多个家庭来到这
里，一起扎风筝、放风筝、赏美景，体验了一
把郊外亲子游的乐趣。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把洰淀湖‘水上
王城’的旅游名片分发到慕名而来的游客手
中。”燕黎明说，洰淀湖能让游客放慢步伐，
去感受原汁原味的生态美景、品尝独具风味的
农家特产、参加精彩不断的生态活动，就是成
功。

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洰淀湖风景区
共接待游客12万人次，日均1 . 7万人次。“轮
滑表演、猜谜、湿地寻宝、唱红歌·忆峥嵘等
活动，让洰淀湖成了欢乐的海洋。”燕黎明
说，同时在林海博览园内，体验不沉湖、温泉
浴和畅游黄金湿地水道的游客也络绎不绝。

燕黎明称，双王城生态开发是寿光在发展
生态旅游大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步不在
快，而在于“走心”。

燕黎明有这样一个愿景，就是把双王城打
造成山东环渤海区域最具特点、具有复制借鉴
价值的生态旅游区。“我希望，以后其他地区
搞生态，双王城可以被拿来做样本。生态怎么
搞，就看双王城。”燕黎明说。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10月3日，在双王城生态经济区洰淀湖风
景区，湖北游客李越在汉武躬耕的雕塑旁阅读
碑文——— “今，盛世祥和，国泰民丰。慎终追
远，不敢稍忘前事。谨立像于斯，以为镜鉴，
慈柔济世，造福苍生”。

“一直都是听闻洰淀湖传说，这次亲自来
感受一下。”李越一边走一边说洰淀湖的历史
“背景”：“除了征和四年，汉武帝刘彻曾躬
耕于洰淀湖外，双王城的牛头镇村还发动过牛
头镇武装起义。”

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共寿光县委领导下，
全县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牛头镇人马保三以
湖东乡乡长的合法身份，收集枪支，举办抗日
民众训练班，积极投入组织抗日武装的准备工
作。1937年11月，中共寿光县委在马保三家召
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决定以牛头镇为起义中

心，起义后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马保三被推举为
总指挥。

12月29日，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的
第一面军旗，在牛头镇支队司令部的门口竖起
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寿光人民拿起武器，在
这里举起武装抗日的大旗，宣誓坚决抗日到
底，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

2009年3月，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在
北京举办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
动，寿光双王城水库盐业遗址群入选。

我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制盐业最发达的地
区之一。本世纪以来，围绕盐业课题研究，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
位在鲁北地区进行大量的调查、发掘工作，取
得重要成果。

“从2003年夏天开始，为做好南水北调工
程文物保护规划及盐业考古课题研究，双王城
水库周围30平方公里范围内已经进行了5次大

规模的田野调查、钻探和试掘工作，发现古遗
址83处。”双王城生态经济区管委会主任韩效
启说，从出土遗物分析，这些遗址大多与古代
制盐有关，是目前渤海南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
盐业遗址群。

2008年4月至12月，为做好南水北调工程
的文物保护并结合课题研究，由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寿光市
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对水库建设所占压的盐业
遗址群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工作。

“共发掘两处遗址，清理面积2600余平方
米，发现了一批与制盐有关的重要遗迹和遗
物，为研究双王城商周及宋元时期制盐工艺流
程提供了详细资料。”韩效启说。

“双王城既有北侧的渤海水，又有南水北
调水库里的长江水，还有塌河、织女河、张僧
河这些河流，更有原生态湖泊洰淀湖，是难得
的水系大全。”双王城生态经济区党工委书记
燕黎明说，未来，洰淀湖风景区内将新建湿地

文化长廊、湿地文化会馆和湿地文化运动公园
等项目，“迎合自然、尊重生态。把湿地文化
利用好、保护好、发展好，打造全国原生态旅
游第一湖。”

他介绍，几年后，在大湖泊、大水库、大
林场、大湿地等生态龙骨之上，双王城新区的
海洋湿地休闲度假中心、颐沁园、游艇会所俱
乐部、风情渔村等休闲度假场所也将建成。

作为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验区、先行区和
寿光水生态资源的富集区，双王城生态经济区
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保留生态、保护湿地、保
养水源“三保原则”。

“敬畏自然，尊重规律，科学发展，把
生态建设摆在首要位置。”燕黎明说，“生
态旅游、生态农业、水经济是双王城生态产
业发展的重点。通过做‘水文章’，打造水
生态、大湿地特色品牌，促进农家乐、休闲
农业等三产服务业发展，实现生态经济强村
富民。”

湿地文化 牛头镇起义 盐业遗址群

双王城的三大文化底蕴

3年时间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0%以上

盐碱地火了生态游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10月3日上午，在寿光双王城生态经济
区洰淀湖风景区的湿地文化会馆中央，正在
进行“芦苇艺术嘉年华”活动。来自江苏的
徐广州一家3口正在“创意工坊”亲手制作
芦苇工艺品。

“看了民间高手编芦苇，就特别想试
试，自己制作旅游纪念品还是第一次。”徐
广州笑称，“编成啥样都拿回去摆起来，说
明咱来过双王城、来过洰淀湖。”

活动现场，造型别致的各种芦苇动漫形
象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前来观赏。“就像动物
世界和童话王国。”徐广州4岁的女儿徐悦
宁说。

沿着木栈道，走向休闲凉亭鱼池，十几
个小朋友正在鱼池里参与“浑水摸鱼”活
动。参与者孟盈盈的父亲孟学礼说，自己小
时候整天卷着裤管、光着脚丫在河里摸鱼，
自己的孩子根本没见过，“这次出来就让她
体验一下，也痛痛快快地玩一回。”

“小朋友凭门票即可参加。只要不借助
其他钓鱼或捕鱼工具，孩子们亲手摸到的鱼
都可以免费带走。”景区工作人员李娟说，
有好几个小朋友都摸到了鱼。

“我摸到了3条。”孟盈盈说，回家以
后她要买个鱼缸，把自己摸到的鱼好好养起
来。

另外，花样极限轮滑表演、激情广场大
家唱、古典家具展及名茶品鉴会等活动也正
在同步进行，参与游客不计其数。

“今年的‘十一’黄金周，洰淀湖风景
区为游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双王城
生态经济区管委会主任韩效启说，通过参与

活动，让顾客逛遍景区每个角落，充分感受
洰淀湖的生态魅力。

据介绍，洰淀湖风景区“十一”黄金周
活动的主题是“游万亩芦苇、品华夏古韵、
啖风情美食”。“归结起来就是：能吃、能
品、能看、能玩。”韩效启说，经过3年建
设，洰淀湖风景区扎起了框架、完善了设
施，实现了生态、文化、旅游的有效融合，
接待游客数量逐年增加。今年“十一”黄金
周期间，洰淀湖风景区共接待游客12万人
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

水生态是“均衡寿光”的一块重要拼

图。如今，寿光将实现更高水平均衡发展的
突破口放在了水生态发展上，以双王城生态
经济区为点，以弥河为线，以寿北水网为
面，全面实施双王城生态开发、水资源调
配、污水治理回用、河流生态修复、农田水
利建设等五大工程，全力构建水资源宏观配
置格局，真正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双王城有唯美的湿地风景，更有文化
集萃。”双王城生态经济区党工委书记燕黎
明说，把“水上王城”洰淀湖风景区的旅游
品牌竖起来，让每个来双王城的游客都可以
“游大湿地，做深呼吸”。

“十一”黄金周共接待游客12万人次，超去年同期20%

洰淀湖旅游：能吃能品能看能玩

□ 本 报 记 者 单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朋

10月4日9点，在寿光市国际会展中心1号厅2楼
的房展厅内，不少看房者正在咨询相关信息。

“选套合适的房子真不容易，骑着电动车四处
转悠，费时费力，还掌握不全信息。”56岁的台头
镇北台头村村民李志坚说，“原来一天也就能去一
处售楼中心咨询情况，来这展会一下子能看好多房
源，还能仔细对比一下，太省事了。”

10月1日至5日，寿光车房生活文化博览会在寿
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包括房展、车展、紫砂壶艺
术展、书画展、中医文化养生展等，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

本届展会以“幸福寿光·品质生活”为主
题，旨在进一步推动城乡经济发展，规范和繁荣
车房、生活文化市场，提高房产置业、私家车消
费、生活文化及家装领域的品质生活水平。展会
共分6个展区，总场地面积5万平方米，其中室内
2万平方米。

车展设在1号馆一层及室外展区，有50多家汽
车经销商、70多个品牌参与，推出多种中高端品牌
汽车，共300多个车型。此外，展会中车辆配套产
品、车饰产品等交易现场也异常火爆。

“我平时就比较关注一些汽车资讯，国庆期间
出去玩人太多，就直接在家门口看车展了。”寿光
市民苏瑞东说，“不少车型是首次亮相，豪华品牌
车阵容比以往车展都多，很过瘾。”

“家居建材展是全市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参与
品牌最多、种类最齐全的大型家居建材展销盛
会。”家居建材展负责人李立东说，“展会设立标
准展位76个，总参展面积1500平方米。种类上有品
牌装饰公司、陶瓷、卫浴、橱柜、地板、灯饰、壁
布、厨电、木门及其他家居家装产品。”

“现场邀请市民参观装修公司的样板间，为家
装业主提供多种可取方案，给参观者灵感。”李立
东说，主办方还推出了“消费满意度调查”、“家
居流行趋势发布”等活动。

紫砂壶艺术展展出了紫砂界大师储立之的作
品，及其子储峰的四大名石壶。

“都是价值几十万元一把的紫砂精品，让游客
和藏家一饱眼福。”紫砂展工作人员陈文进告诉记
者，这次展会，邀请到了储立之本人，全力打造出
一个紫砂文化艺术的高端交流平台。

寿光车房生活文化博览会开展5天，参会游
客达13万人次，累计交易额3 . 1亿元。其中房展
区内诸多精品楼盘成为热点，商品房成交1 9 3
套；车展区成交车辆1256辆，成交额达1 . 6亿
元；家装展区实现订单 3 2 6份，成交额 2 7 3万
元。

“十一”车房展

火爆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兵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寿光市与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合

创作的电影《王伯祥》于9月18日正式开拍。该剧
总投资700万元，由国内著名演员马跃担任主演。

王伯祥在担任寿光县委书记期间，创造性地领
导了寿光的蔬菜生产、寿北开发及工业项目的升级
改造。他一手抓农业，创建了全国最大的蔬菜批发
市场，把温室蔬菜大棚种植技术推广至全国；一手
抓企业发展，为工业立市打下了坚实基础。

该剧以王伯祥创建蔬菜王国和寿北开发为主
要线索，提炼、浓缩、还原当年的历史画卷，真实
地塑造了一个“活着的焦裕禄”，再现王伯祥“百
姓为天、人民至上、务实苦干、鞠躬尽瘁”的精
神。

电影《王伯祥》

开拍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兵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洰淀湖风景区通过国家水

利部水利风景区评审委员会评审，正式成为“国家
级水利风景区”。专家们一致认为，洰淀湖风景区
管理体制完善，突出了洰淀湖特色，高标准规划，
高起点建设，高质量服务，高要求保护，创建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

洰淀湖水利风景区的建设以当地丰富的水
资源为主体，以生态旅游文化为特色内涵，坚
持“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治水理念，目前
已形成以“水文化”为中心，辅以“红色文
化、黄色文化、绿色文化”交相辉映的景观交
错群。

洰淀湖成为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景区内娱
乐项目吸引小
朋 友 踊 跃 参
与。

游客在芦苇湿地中享受自然。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张瑜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国家旅游局办公室、国

家开发银行办公厅公布全国135个项目入选国开
行与国家旅游局“银旅合作”《2014年全国优
选旅游项目名录》。山东省共有5个项目入选，
中华汉文化产业园项目（洰淀湖风景区）位列
其中。

今年以来，为保障生态开发的顺利推进，双王
城生态经济园区拓宽融资渠道，扎实做好国开行项
目融资，力争以最少的政府投入实现开发建设的最
大化。同时，坚持新区开发同风景区创建同步推
进，创建成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山
东省首批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单位和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点。

洰淀湖风景区

入选“银旅合作”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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